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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我国实行经济体制改革的最终目标，是要把传统的、高度集中的计划
经济体制转化为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新体制，而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体制实质
上则是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的体制。因而，培育市场，建立和完善社会主
义市场体系，便成为推进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个十分重要的方面。1985 年 9
月，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七个五年计划的建议就已明
确提出，进一步发展商品市场，逐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体系，是建立新型
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三个相互联系的重要方面之一。正因为市场问题如
此重要，所以我们提出的“社会主义市场模式问题研究”被列为“七五”
计划时期国家社会科学重点研究课题，并得到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的经费
资助。

中国原有的商品经济不发达，市场发育残缺不全，市场理论的准备亦
严重不足。因此，完成“社会主义市场模式问题研究”这一课题，是一项
十分迫切而又有相当难度的任务。为了高质量地完成这一任务，中国社会
科学院财贸物资经济研究所集中全所各有关学科的主要业务骨干专门成立
了一个课题组。其中有研究员 6 人，副研究员 6 人，助理研究员 2 人。李
俊生同志曾参加了本课题的部分研究工作。参加本课题部分研究工作的还
有：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何克、周殿昆、杨俊辉同志；国家信息中
心研究员乌家培、高级经济师于清文及李小红同志。

本课题的研究工作，大体分为收集资料、写出研究报告和完成专著等
三个阶段。在此之前，我们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已完成研究报告 10 篇，
出版《中国市场发育探索》专著 1 本。现在这本《社会主义市场模式研究》
一书，是本课题的最终研究成果。这本书从 1987 年开始进行设计和准备
工作，单是提纲就讨论修改了三次。1991 年 2 月完成初稿后，又经过集
体讨论和反复修改，最后由赵效民、贾履让、郭冬乐和宋则同志对全书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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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统改定稿。
在本书撰写的过程中，我们力求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并运用理

论研究与应用对策研究相结合的方法。这也充分反映在对本书内容结构的
安排上。全书共分五篇 23 章。第一篇为总论篇，包括 4 章，从总体上考
察社会主义市场理论的发展和演变，论证有计划商品经济中的市场机制、
市场体系和市场模式选择。第二篇为市场主体结构篇，包括 4 章，除对市
场主体结构进行概括性分析外，还对市场运行中的企业行为、消费者行为
和政府行为分别进行研究。第三篇为市场客体结构篇，由 6 章组成，分别
就消费品、生产资料、劳动力、金融、房地产和服务商品等市场设立专
章，探讨我国商品市场和生产要素市场的发育现状、目标及其实施对策。
第四篇为市场时空结构篇，由 3 章组成，探讨我国市场发育的时序选择，
同时对区域市场和统一市场的关系、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的关系进行了研
究。第五篇为市场宏观调控篇，由 6 章组成，一方面从总体上研究国家对
市场的宏观调控，另一方面系统地探讨国家调控市场的各项必须协调配合
的宏观经济政策，包括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价格政策、产业政策和收入
分配政策，并以此作为全书的归结。

本书各章的执笔人如下 （按本书章节顺序排列）：第一、二、三章，
第四章第二、三节———宋则；第四章第一节、第十七章第五节、第二十一
章———李晓西；第五、六、七、八章———房汉廷；第九、二十三章———郭
冬乐；第十章———沈军；第十一章———杨重光；第十二章———白仲尧；第
十三、二十章———何德旭；第十四、十六章———贾履让；第十五、二十二
章———赵效民；第十七章第一至四节———袁文祺；第十八、十九章———刘
溶沧。
本书是我们对社会主义市场模式问题的初步探索。由于这一课题涉及

面非常广泛，而我们的水平有限，加之又是许多人集体写书，书中难免存
在不少缺点、错误和不协调之处。特此，敬请各位同行和广大读者不吝批
评指正。

作 者
1991年 6月

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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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 中国社会主义
市场模式总论

市场是商品经济的集中体现。市场发育程度是商品经济发达程度的重
要标志。市场模式是在特定的商品经济条件下各类市场的结构框架和运行
格局，因而是经济体制模式的另一种表现形态。研究和探索社会主义市场
模式，是社会主义经济发展与经济改革实践提出的重大课题。根据有计划
商品经济的客观要求，对中国市场模式作出正确选择是发展与改革面临的
重要而紧迫的任务。

自 1978 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进行了一系列的经济改革，
取得了举世公认的巨大成就。在这期间，为实现从传统的高度集中的计划
经济向有计划商品经济的模式转换，中国在积极培育市场、建立计划与市
场内在统一的经济运行机制方面，进行了广泛的探索和实践，并取得了一
定的经验，有宏观调控的市场运行已成为经济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
和重要的刺激因素。认真总结这些成就和经验，并在此基础上深化社会主
义市场理论和市场模式研究，系统地回答实践中提出的重大理论问题，无
论是对于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寻找更加灵活有效的实现形式，促进
市场发育和经济稳定增长，还是对于发展马克思主义市场理论，赋予其社
会主义实践中的新内容，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本篇着重对社会主义市场理论、市场机制、市场体系和市场模式等四
个方面进行总体性的考察和阐述。





第一章 社会主义市场理论的
发展与演变

市场理论是市场模式研究的基础。在社会主义基本经济理论中，发展
进程最为艰难、演化程度却又最为显著的，莫过于市场理论了。从马克思
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的产生，到社会主义理论变为活生生
的现实，再到社会主义国家普遍实行经济改革，在这一个半世纪当中，市
场理论的内涵、任务和地位都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其中，社会主义市场理
论既包容了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某些深刻思想，也吸收了后来的人们在社
会主义实践中得到的新认识、新观点。特别是经济改革使市场理论获得了
前所未有的重大发展。

第一节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市场理论

一、马克思、恩格斯的市场理论

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的创始人那里，只有资
本主义或前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市场范畴和市场理论，历来不存在“社会主
义的”市场和市场理论。这是因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和社会主义学说
最初恰好是从批判地分析资本主义私有制经济或者说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
内在矛盾的过程中合乎逻辑地产生出来的，其创始人对未来社会的基本构
想都是从对私有制、商品货币关系、资本与雇佣劳动以及市场交换的批判
性否定中确立起来的。因此，市场和市场范畴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最初被
严格限制在各种形式的私有制经济的范畴之内，与公有制和社会主义绝不
相容。在这种场合也就谈不上“社会主义”的市场理论了。

马克思、恩格斯对市场范畴持批判性和否定态度有其深刻的立论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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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 中国社会主义市场模式总论

础。在他们看来，或依照他们的本意：第一，市场是历史的范畴：“是商品
所有者全部相互关系的总和”。① 马克思明确指出：“在商品生产者的社会
里，一般的社会生产关系是这样的：生产者把他们的产品当作商品，从而
当作价值来对待，而且通过这种物的形式，把他们的私人劳动当作等同的
人类劳动来互相发生关系。”② 因此，内在于商品的使用价值和价值的矛盾
及其转化为商品与货币的外部对立，决定了必然要形成商品交换的体系。
“商品的交换过程，应该既是这些矛盾的展开，又是这些矛盾的解决”。③ 市
场与商品、价值范畴一样，也是基于私有制条件下社会生产与社会需要之
间无从建立任何直接联系的产物，也“属于生产过程支配人而人还没有支
配生产过程的那种社会形态”。④ 一旦建立起公有制基础，生产与需要直接
联系，人开始支配生产过程，少数民族集市的市场交换关系也就消亡了。
“只是从这时起，人们才完全自觉地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这是人类
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的飞跃。”⑤

第二，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发展正在为它自身的毁灭和市场的消亡创
造条件。马克思、恩格斯一向认为，资本主义市场是市场发展最成熟因而
也是最后的阶段。马克思指出，由于获取剩余价值的内在冲动和市场竞争
的外在压力，迫使每个资本家拼命扩大生产规模，“因此，市场必须不断扩
大，以致市场的联系和调节这种联系的条件，越来越采取一种不以生产者
为转移的自然规律的形式，越来越无法控制。这个内部矛盾力图用扩大生
产的外部范围的办法求得解决。但是生产力越发展，它就越和消费关系的
狭隘基础发生冲突。”⑥ 这种特有的限制“证明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局限
性和它的仅仅历史的、过渡的性质；证明了它不是财富生产的绝对的生产
方式，反而在一定阶段上同财富的进一步发展发生冲突”。⑦ 这种冲突最终
将导致资本主义制度和市场运行体系的崩溃。

第三，市场是偶然性和平等表象占统治地位的领域，市场竞争和无政
府状态造成社会财富的极大浪费。马克思历来认为，市场的本质是私人生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3卷，第 188页。在《资本论》德文第三版和第四版中，“相互关
系”改作“商品关系”。———引者注

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3卷，第 96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3卷，第 33页。
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3卷，第 98页。
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卷，第 323页。
⑥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5卷，第 273页和第 27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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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社会主义市场理论的发展与演变

产者之间形成的一种经济关系，生产和交换纯系无规则的私人活动，只有
通过一系列矛盾、冲突和波动才能转化为社会经济活动。在这种场合，虽
然“生产这些产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作为起调节作用的自然规律强制地
为自己开辟道路”，① 但是就市场的“每一个别情况来看，这个领域是偶然
性占统治地位的”，商品能否成功地转化为货币是“偶然的事情”。② 而在
这种场合，内在的规律性“只有通过他们之间的竞争，他们互相施加的压
力来实现，正是通过这种竞争和压力，各种偏离得以互相抵消”，从而
“维持着生产的社会平衡”。③ 但是，这种生产的社会平衡完全是自发、盲
目和无序的结果，因而社会代价是高昂的，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总是伴
随着巨大的浪费。

马克思始终对商品经济特别是对资本主义商品经济条件下市场流通领
域的自由和平等持批判态度，把它们视为形式上平等而事实上不平等的突
出表现。一方面，马克思确认，在市场上，“一切东西都可以出卖。……正
如商品的一切质的差别在货币上消灭了一样，货币作为激进的平均主义者
把一切差别都消灭了。”④ 另一方面，他又指出，在所谓公平交易的背后，
恰好掩盖着资本主义剥削方式的实质。为此，他多次批判资产者用自由平
等表象去美化雇佣劳动制的观点，并尤其不能容忍基于这种表象的自由平
等观。他指出，那种认为“否定自由竞争就等于否定个人自由，等于否定
以个人自由为基础的社会生产”的观点是一种荒谬的看法，因为“这种个
人自由同时也是最彻底地取消任何个人自由，而使个性完全屈从于……社
会条件采取物的权力的形式”。⑤

马克思、恩格斯对市场范畴的批判性思考是同时代赋予他们的重要使
命紧密相关的。这就是论证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规律，为国际工人运
动提供理论依据。但也正是为了完成这一重要使命，使得他们在对市场范
畴进行否定性理解的同时，又对市场现象和市场运行进行了前所未有的深
入分析。换言之，这种批判性思考并没有妨碍、反而促使他们对市场范畴
进行科学的考察，从而奠定了马克思主义市场理论发展的最初的基础。虽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3 卷，第 92 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5卷，第 936页，第 23卷，第 176～127页。
③同②，第 995页。
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3卷，第 152页。
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6卷（下），第 160～16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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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 中国社会主义市场模式总论

然这个理论基础本身并不直接包含“社会主义市场范畴”的内容，但它的
研究方法和基于分工与交换（流通） 的关系、社会化大生产以及商品经济
一般的许多重要结论仍然具有现实意义，从而为后人根据实践的发展，转
而探索社会主义公有制条件下的市场问题时，提供了重要的研究起点。其
中，在分析市场范畴时所采取的从简单抽象上升到复杂具体的研究方法，
以劳动价值论为基础分析市场现象、建立市场理论的马克思主义观点；关
于个别资本循环周转的微观分析和关于社会总资本再生产的宏观分析；关
于市场发育规模和结构变化的论述；关于市场是经济循环系统、经济调节
系统和利益协调系统三者的统一的市场职能分析；关于市场流通时间长短
对于生产规模的重大影响的理论；关于对前人市场学说的评价即市场学
说史问题；等等，都包含着丰富的内容和深刻的思想，是一份永远会激发
新思考的宝贵的理论遗产，对于研究、探索社会主义市场问题都具有重大
意义。①

二、列宁的市场理论

列宁的市场理论包括两个阶段的内容，即为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进行
理论准备时期的市场理论和为巩固苏维埃政权、领导经济建设时期的市场
理论。

列宁第一阶段的市场理论，是在同 19 世纪俄国民粹派的斗争中建立
起来的。民粹派认为，俄国小生产者 （农民） 的破产只会导致国内市场的
日益缩小，因而俄国资本主义没有存在和发展的现实基础，主张以农村和
农民为出发点，经过俄国村社制度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因此，他们反对
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领导作用。这种观点在当时的俄国颇有影响，对实现
社会主义革命危害极大。列宁针对民粹派的观点和主张，运用大量事实和
统计资料，按照马克思主义观点论证了俄国资本主义发展和市场形成的基
本事实。他认为，俄国小生产者的破产导致国内市场的发展而不是萎缩。
因为，这种破产造成了大批劳动力的出卖者，并使生产资料转化为资本，
从而为资本原始积累和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了条件；而大批无产者的产生
为实现社会主义革命奠定了社会基础和领导力量。列宁这一时期市场理论

① 宋则：《马克思市场学说研究》，载《财贸经济资料》1987年第 2期；《卡尔·马克思是如何研
究市场结构和市场机制的》，载《商业研究》1987年第 5～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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